
0303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台港澳台港澳

猴年春节里，浙江省义乌
市小商品市场吸引了来自海内
外的客商前来选购商品，交易
火爆。

图为一位香港客商 （左
二） 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喜庆
用品市场采购毛绒猴吉祥物。

新华社记者 谭 进摄

2 月 16 日开幕、为期 6 天的台北书
展，正如流水席般呈现着文化的美丽，
繁简中文的碰撞融合，澳门诗人与台湾
诗人的对谈，白先勇导读《红楼梦》，法
国哲学家讲“幸福是什么”，书、讲座、
表演、展示乃至与书相关的美酒、美
食，多达 200 多场活动在书香中诠释现
代书展的样貌和文化的多彩。

简体馆，有故事

从数字上看，本届书展设立的简体馆
展出大陆出版的图书2000种、8000册。浏
览一圈，看到的是北京三联书店、中华书
局、江西美术、湖南文艺、天津杨枊青等出
版社的招牌。但内行能从中看出门道，厦
门出版人张叔言在简体馆感慨：“现在大
陆出的书，看不出是大陆出的了。”记者追
问下去，他告诉记者，大陆的书展第一次
出现台湾图书区时，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
台湾图书与大陆图书的区别，台湾图书的
精美令人过目难忘。从 2005 年第一届海
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起，一年一度参会，令
他看到大陆出版界的快速进步轨迹。

“那现在两岸出版界合作的点在哪
里？”记者问，张叔言表示，台湾出版界
的策划能力和对市场的敏感有优势，大

陆的市场、物流、社科研究成果对台湾
同行有吸引力。问起他的两岸合作出版
经历，他说：“把大陆的书简转繁，把台
湾的书繁转简，做些调整后推广到更广
大的人群，扩大了各自的市场。”而台湾
出版人的解释是，台湾的软实力加大陆
的硬底子，“一体作业、两岸出版、三方
同步、四地发行”。

对于软实力，记者在书展有番感
受。书展展示台湾出版的程虹教授的自
然文学研究专著《寻归荒野》，同一版本
却有两个不同色调的封面，华品文创总
编辑陈秋玲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提供
了两个色调的封面，作者选择了一个，
可我们也很喜欢另一个，就印了两个
版，供读者自己选。”

陈秋玲拿起另一本繁体版的书 《飞
鱼神的信差》，她的讲述诠释了“四地发
行”。2006年，香港新鸿基地产与香港三
联书店开始向香港从未出版过书籍的写作
者征稿，得奖书稿由香港三联出版。此项
活动后来扩展至内地，2015 年扩展至澳
门、台湾，征稿主题是“发现”，台湾的
得奖书稿就是《飞鱼神的信差》，作者是
名13岁的女学生。在两岸及港澳出版人合
作的大背景下，她的作品有了繁简两个版
本，在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出版发行。

电子书，成气候

就算你再喜欢一书在握、书香满怀的
阅读夜晚，但身处当下，还是会遇到电子
书的诱惑。在台北书展上，台北故宫举行
了电子书首发仪式，29本故宫出版的画册
被制作成电子书上线销售。台北故宫的藏
品以轮展和特展的方式面世，院藏明代青
花瓷展、亚洲茶文化展、郎世宁来华三百
年特展、明四大家特展、乾隆皇帝的陶瓷
口味、富春山居图特展等，即使你长住台
北，也不大可能阅尽珍宝。但台北故宫的
特展都会荟萃成书，除展品和展场文字
外，还有专题研究文章，爱好者和研究者
爱不释手，每次都要因书籍重量挣扎取
舍。此时，电子书的魅力就难以抵挡。

电子书的制作方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徐正隆经理向记者介绍，电子书的价格是
实体书的六成，而且每周都会推出 99 元

（新台币，下同）的优惠书，境外购买者可
用信用卡支付。记者现场体验，用信用卡
购买台北故宫 2011 年举办的《满庭芳历
代花卉名品特展》画册，支付 99 元；沈周
的《玉兰》、仇英的《水仙腊梅》、恽寿平的

《牡丹》尽来眼底，可随时上线欣赏，也可
下载到手机、平板电脑，并可重复下载，永
久保存。就像台北故宫电子书的推销口
号：原来国宝离我们这么近。

不只台北故宫，香港馆也在推介电
子出版物。据介绍，香港商务印书馆早
在上世纪 90年代初制作出版多媒体读物

《中国文明之窗──紫禁城》，其后推出
多种电子工具书如 《汉语大词典》、《现
代汉语词典》，并开发多个网上学习平
台，提供多媒体学习内容。在另一个儿
童读物展位，多媒体让读者与书中人物
互动的环节成功凝聚了人气。不仅书能
变身“电子”，读者也能置身电子书中，
科技正在改变着出版与阅读。

会客厅，聚“张迷”

书籍浓缩了人类的精神，台北书展又
精心搭建了一些场景，将精神还原成生

活，其中的种种细节都会成为研究者和读
者新发现的起点。本届书展设立张爱玲特
展，展出她的衣服、假发、眼镜、手稿、照片，
并按老照片和她留下的文字搭建了张爱玲
的客厅和阳台。因为作家的避世和神秘，这
些曾经带有她温度的物件成了“张迷”们追
忆怀想的依托。张爱玲生前最后公布的照
片上所穿的编织外套和戴的假发，一起亮
相书展，让不少“张迷”流连忘返。

今年是张爱玲去世 21 周年，围绕着
客厅，有关张爱玲的讲座、表演在书展期
间举行，给“张迷”和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
与材料。2 月 17 日，张爱玲遗产保存者宋
以朗、皇冠文化集团发行人平云在书展对
谈。宋以朗是当下为数不多见过张爱玲的
人，但是他说：“1952 年至 1955 年张爱玲
在香港期间，我是 2 岁到 5 岁，毫无印象。
1962 年，张爱玲从美国到香港，住了几个
月，那年我13岁，但家里来来去去都是作
家，对这位作家阿姨也没有特别印象，没
想到 50 年后我要处理她的文学遗产。那
一年她在回美国前因为退掉了房子，在我
家住了 3 个月，就住在我的房间，我去
住客厅。我的印象，她整天在房间里，
不喜欢和小孩子聊天。那时她应该是在
写 《红楼梦》 的剧本。据我姐姐说，阿
姨肯定是近视，但不戴眼镜，看你的时
候也不知道看到没有……”宋以朗在对
谈中介绍，现在张爱玲的作品版税用于
张爱玲研究、研讨会和香港大学的“张爱
玲纪念奖学金”。

在娱乐和读图时代，还有这么多人关
注一位离世21年的女作家，这是作家之幸、
文学之幸，也说明阅读并没有远离人们，哪
怕是少年。陈秋玲拿着从大陆引进版权的

《国学常识》告诉记者：“这本书我们第七次
印刷了，谁说大家不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了？”在简体馆工作的王晓江守着由台北故
宫前任院长周功鑫策划编写的《图说中华
文化故事》简体版说：“真怕有人买走，就这
一本了，想等到周院长来的时候让她看
看。”这套系列书在海峡两岸同步出版。书
展是属于书籍的，书籍是属于文化的，而两
岸文化联系是永远不能割裂的。

（本报台北2月17日电）

93岁的李登辉看来是要抓紧时间“一吐为快”。
他4个月前刚出过书，书中赤裸裸的媚日观点遭到岛
内外舆论挞伐。然而，骂声未落之际，李登辉又炮
制了一本“新著”。

在这本新书中，李登辉“直斥”，凡是认为“钓
鱼台列屿是台湾领土”的，都是“无知又没常识的
台湾政客们”；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时任“行政院
长”游锡堃将钓鱼岛列入宜兰县头城镇管辖，“再也
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

李每次发表媚日言论，绿营一般都选择默不作
声，“闷声发大财”。孰料这回竟然躺着中枪，被骂
成了“最蠢”，不应声也不行了。于是，游锡堃弱弱
地回应：“我最早知道‘钓鱼岛是中华民国领土’是
听李登辉先生说的。”当时他担任台湾省议员，李登
辉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从地理、地质、历史和国
际法角度都有无可辩驳的证据。游锡堃居然要听李
登辉说，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实，难怪被网友批

“不学无术”。不过，他的回应至少道出了另一个事
实：李登辉的主张总是随他所处的位置而变，并且
自我否定时还理直气壮，一点没觉得不好意思。

对自己的前后不一，李登辉美其名曰“我不是
我的我”，据说意为不断抛掉过去坏的我，留下好的
部分。这修辞法挺高明，对外可以塑造“哲人”形
象，对内可以安抚良心，为自己这辈子反复无常和
骗人无数找个动听的借口。

或许，李登辉自己都弄不清“我”究竟是谁。
青少年时期，他是日本皇民岩里政男，为天皇出
征，杀戮中国百姓；二次大战结束，他一度赶时髦
热衷社会主义，后来却背叛组织，出卖同志，转身
加入国民党；当公务员时，他一路谨小慎微“扮猪
吃老虎”，终于骗得蒋经国信任当上党主席，然后就

“冻省”大肆清肃异己；当上“总统”后，他一度在
明面上主张两岸交流，设立“国统纲领”和“国统

会”，待把政敌扫地出门后，又突然拿出包藏已久的“两国论”，让两
岸关系陷入冰点；等到“总统”任满，国民党主席做不下去了，他又
一次出卖同党同志，保送民进党上位，自己则变身“台独精神教父”，
从此各种媚日、“台独”言论越发不加遮掩。可见，频繁转换角色和出
卖队友以谋求政治利益，才是“不是我的我”之真相。

也许说谎是政客的必备技能，
但至少绝大多数政客都会竭力塑造
诚信形象。像李登辉这样一辈子频
繁变脸、变色、变观点，并且毫不
羞愧的“不是我”，台湾居然还有人
信他，真乃咄咄怪事！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
张晶）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
盟 （民建联） 连同其他 80 余
个社团2月16日在港发起全港
反暴力大签名行动，针对旺
角暴乱事件呼吁严惩暴徒，
守护香港，向暴力说“不”。

当天，启动仪式在中环
毕打街举行，民建联、工商
联、福建社团联会、香港青
年联会等多个团体展示写有

“力挺警方依法保法，暴力乱
港天理不容”等字样的横幅
及标语，呼吁市民参与签名
行动。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致
辞时强调，“我们绝不能将暴
力思想合理化，要呼吁理性
沟 通 ， 守 护 香 港 的 核 心 价
值。”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 （经
民 联） 立 法 会 议 员 林 健 锋
说，香港警察一直尽心为市
民服务，维护社会秩序。他
们的正常职务行为却遭到暴
力 袭 击 ， 我 们 对 此 绝 不 接
受。希望大家踊跃参加签名
行动，共同表达我们希望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声音。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谭耀宗说，市民参与签名是
理性的表现，我们要告诉这些暴徒，市民不接受暴
力行为，我们强烈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希望大家
全力以赴，团结起来，共同守护香港的法治。

签名行动从下午 1 时许开始。记者在现场见到，
短时间内就有不少人前来参与，将毕打街的签名站
围得水泄不通。

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创会会长佘继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社会稳定是中小企业发展的
基本前提。目前经济形势不好，香港的零售、旅游
业表现都不佳，很多中小企业受到直接影响，如果
香港还继续乱下去，不知道企业未来会怎样。

据了解，启动仪式后，这些团体会继续在全港
18 区摆设签名站，希望凝聚所有爱港市民的正能
量，表达对旺角暴乱事件的谴责。

旺角暴乱在 2 月 8 日晚至 9 日凌晨发生，导致超
过130人受伤，当中超过90人是警务人员。据了解，
警方至今就事件已拘捕65人。

香港国际机场获选
全球年度最佳机场

新华社香港2月17日电 香港机场管理局17日
表示，香港国际机场被历史悠久的航空杂志 《空运
世界》推选为全球年度最佳机场。

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苏泽光表示，香港国际机
场能够获得业界及国际的肯定，赢得 《空运世界》
全球最佳机场 2016的美誉，是香港人的光荣。机管
局会继续推动机场的全方位发展，积极推动机场扩
建三跑道系统项目，以应付长远的航空交通需求。

苏泽光说，机场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
持了旅游、物流及金融贸易等各行业的发展。展望
未来，机管局会继续与政府、业务伙伴及社会各界
持份者保持紧密合作，提升服务质素，提供更先
进、更环保的设施以及更贴心的服务，保持香港国
际机场的领先地位。

随着“沪港通”的开放和内地
与香港基金互认开通等大事的发
生，内地与香港的金融联系越来越
密切。一直紧盯人民币业务的台湾
也希望通过拓展与香港的金融合
作，为双方发展带来新机遇。

都看好数字金融前景

金融行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
数字金融的前景被港台一致看好。

去年1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推
出电子支票服务。金管局总裁陈德
霖说，过去香港每月要使用约 800
万张纸质支票，不仅浪费时间，还
需使用大量纸张。推出电子支票
后，客户可在网上更便捷地处理支
付业务，而电子支票保密性能更强

的数码签署还能降低冒签风险。下
一步，金管局会与广州、深圳两地
的银行及澳门金管局磋商，研究扩
展电子支票的跨境支付。

台湾玉山银行数字金融长李正国
也对数字金融抱以期待，他认为甚至
可以把物联网和数字金融结合在一
起。他说，2015年台湾二手车成交量达
75万笔，但二手车交易的估价比较主
观，银行对此没有太多贷款空间。如若
物联网出来后，汽车装有传感器，车子
保养情况、驾驶习惯等都能完整呈现，
车子就可拥有非常精确价值估算，“贷
款有可能变成三分钟就好”。

从“一带一路”中找商机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因此

港台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庞大机
遇都特别关注。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
刘明康表示，从历史来看，每次与
外来文化的沟通和融合，都会给中
华民族带来全方位的改革，最终港
台同胞与海外华侨都会受惠。港台
的法治环境、信息自由、金融便捷
还有人才，是抓住商机的优势。

台湾证券投资信托暨顾问商业
同业公会理事长林弘立也指出，目前
香港和台湾金融合作最新的机遇就
是“一带一路”战略，如果两岸三地的
金融行业能够在此框架下开拓出有
别于欧美的投资市场和投资产品，就
能够打破目前欧美金融机构主导的
市场格局，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将亚
洲的投资资金留在区域内。

两地互补大于竞争

香港和台湾都把人民币离岸市
场作为发展目标，恒生银行执行董
事冯孝忠认为，台湾和香港互补性
大于竞争性，因为两方都有一定的
资金池，发展方向不同。

人民币离岸市场潜力巨大，而
两地的金融机构优势各有侧重。台
湾金融开放较早，金融机构精细化
管理水平强，综合经营优势突出；
香港更接近国际市场，大机构多，
市场更发达。香港和台湾两个市场
可以联手开发更多的人民币产品，
满足离岸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同时，大陆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加
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台
湾世界贸易中心董事长王志刚表示，
2015年大陆企业界对到台湾贷款兴
趣非常浓厚，港台两地银行业可以互
补优势，开展金融合作，共同拓展海
外市场。台湾也有不少企业选择在香
港上市，因此台企可以利用香港的优
势连结全球市场。

责编：吴亚明 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看台絮语

书展，绝不是一个书的大卖场那么简单，读者在此找到好书，出
版者在此找到合作伙伴，文化工作者在此找到潮流走向，文化创意企
业在此找到市场的脉动……整个社会在此找到灵魂的来时与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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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联手寻找金融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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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客商
忙买“猴”

台北书展：
““繁繁简简””的的碰撞融合碰撞融合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